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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脂肪酶为有机组分, Ca2+、 Zn2+、 Mn2+和Cu2+等4种金属磷酸盐为无机组分, 制备脂肪酶-无机杂化纳米花, 

系统研究 4 种杂化脂肪酶的结构和催化活性 . 结果表明 , 制备的杂化脂肪酶具有花状的层级片状结构 , 并探究了无

机杂化脂肪酶的最优反应时间为 10 min, 反应温度为 40 ℃, pH 值为 8.  4 种金属离子制备的杂化脂肪酶包封率达到

90% 以上 . 相比于游离脂肪酶 , 杂化脂肪酶的催化水解活性、 催化反应速率、 耐温性、 耐变性均有所提高 , 其中 Ca2+

金属磷酸盐合成的杂化脂肪酶催化效率是游离脂肪酶的 1.87 倍 , 合成的杂化脂肪酶表现出良好的重复使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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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酶属于水解酶 , 是最广泛的生物催化剂之

一 , 具有专一性强、 反应条件温和以及可被生物降

解等优点［1-3］. 在食品领域 , 脂肪酶常常用于改善食

品的风味 , 延长食品的货架期等［4］. 然而 , 天然的

脂肪酶在高温和有机溶剂等非自然环境中稳定性

较差 , 催化反应存在着不稳定、 难以重复利用等问 

题［1,5］. 为了克服上述不足 , 建立了多种酶的固定化

方法用来提高脂肪酶的催化性能和稳定性 . 传统的

酶固定化的方法主要有吸附法、 共价结合法、 包埋

法及交联法等［6］. Galina 等［7］通过吸附法制备了多

孔碳气凝胶固定化脂肪酶 , 在合成脂肪酸酯时表现

出高度稳定性 , 可运行数百小时 . 但传统固定化方

法制备过程繁琐 , 固定化酶的机械性能较差并且酶

易失活［8-9］. 

因此 , 开发一种新型的高效酶固定化方法成为

了目前研究的热点［10］. 新型固定化酶方法主要有两

种 : 一是基于改良酶的固定化开发技术 , 如微波辐

射辅助固定化技术、 膜固定化技术等［11］; 二是选择

优良的载体 , 进行固定化酶 . 载体材料主要包括无

机材料、 有机材料和复合材料［11-12］. 其中无机载体

是一种可以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得或可以通过简单的

无机材料固定酶的载体 . Xu 等［13］制备了铽金属 - 有

机框架 @ 二氧化锰纳米复合材料 , 并将由胆固醇氧

化酶和磷酸铜自组装制备的杂化纳米花混合 , 与游

离酶相比 , 固定化酶对胆固醇表现出相似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 . 但无机杂化材料合成的过程相对复杂、 

在高浓度盐、 高浓度底物和高温的环境下易发生解

吸等问题 , 如介孔二氧化硅虽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和孔隙率 , 但却面临着酶易浸出和变性等稳定性的

问题［14］. 因此 , 通常在对酶进行固定化时需要考虑

操作情况、 成本以及是否会破坏酶活和稳定性等方

面［15］的问题 . 

近年来 , 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 , 纳米无机材料

载体因其原料易得、 价格低廉、 不易分解且无毒

无害等特点逐渐成为酶固定化的选择 . 2012 年 , 一

种创新性杂化纳米花固定化酶被提出［16］. 游离脂

肪酶参与形成的脂肪酶杂化纳米花（Lipase Hybrid 

Nanoflower, Lip-hNF）弥补了固定化酶技术的不足 , 

为酶的固定化技术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17］. 该方法

是由酶分子和金属盐无机自组装形成的 , 其合成过

程分为 3 步 : 成核、 异向生长和形成花形［16,18］. 与其

他固定化方法不同的是 , 无机杂化纳米花具有独特

的多孔花状结构及较大的表面积 , 有利于传质过程

的发生［19］, 还能够有效地提升酶的利用率 , 减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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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酶的浪费 , 合成的固定化酶具有易回收可重复使

用等优点 , 可以降低酶的使用成本 , 同时可以改善

酶的活性及储存稳定性［18-20］. Zhong 等［21］制备了高

活性、 可循环利用的磁性活性的杂化酶 , 与游离脂

肪酶相比 , 杂化酶的活性恢复率高达 190%, 贮藏稳

定性和甲醇耐受性均有提高 . Li 等［22］研究了不同

合成条件对杂化酶形状和活性的影响 , 其中用 2 价

金属离子合成的杂化酶活性高于用 1 价金属离子或

3 价金属离子合成的杂化酶催化活性 . Jia 等［23］采用

反相微乳液法合成了带有 -NH2 基团的介孔二氧化

硅纳米花并将脂肪酶固定在合成无机纳米材料上 , 

制备的固定化酶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可回收性 . 

杂化酶的形成主要是基于金属离子与酶分子胺

基之间的相互作用 , 不同种类的金属离子会影响酶

在杂化酶纳米花中的活性 , 能够改变游离脂肪酶的

结构和形貌特征 , 从而改变杂化酶的稳定性和催化

活性［24-25］. 我们利用酶 - 无机杂化技术对洋葱伯克

霍尔德菌脂肪酶进行固定化 , 系统考察 4 种 2 价金

属离子 Ca2+、 Zn2+、 Mn2+ 和 Cu2+ 对合成杂化酶的二级

结构、 最佳反应条件下的催化活性、 耐受性和重复

性的影响 . 目的是制备出催化活性和稳定性好、 耐

受性和重复性高的杂化酶 , 为探究固定化酶在实际

中的应用提供依据 .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脂肪酶水解活力为 1828 U/

mg; 氯化钙 , 购自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

司 ; 硫酸锌、 磷酸氢二钠、 磷酸二氢钠和无水乙醇 , 

购自天津市天力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硫酸锰 , 购自

天津博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硫酸铜 , 购自汕头市

西陇化工厂有限公司 ; 棕榈酸对硝基苯酯 , 购自阿

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 对硝基苯酚 , 购自上海麦克林

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 甲醇 , 购自天津市福晨化学试

剂厂 ; 尿素 , 购自天津市光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所

有试剂均为分析纯 . 

XT 220A 精 密 电 子 天 平、 Z-16K 冷 冻 离 心

机、 UV-2550 紫 外 - 可 见 分 光 光 度 计、 PerkinElmer 

Spectrum Two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JEM-2100 型

透射电子显微镜、 SU1510 扫描电子显微镜、 TGL-16

高速台式离心机、 HWS24 电热恒温水浴锅 . 

1.2  杂化脂肪酶制备

10 mL 离心管中放入 6 mL 100 mmol/L 磷酸盐

缓冲溶液（PBS, pH=7.5）, 加入 1 mL 1 mg/mL 的脂肪

酶和 200 μL 200 mmol/L 金属盐溶液（CaCl2, ZnSO4, 

MnSO4, CuSO4）, 混匀 , 室温下放置 24  h. 离心 , 蒸馏

水洗涤 3 次 , 冻干 , 收集杂化脂肪酶［22］. 

1.3  催化反应条件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1.3.1  反应时间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为了选择合适的反应时间 , 称取 0.002 g 杂化酶

添加到 2.8 mL 100 mmol/L PBS（pH=8.0）中 , 加入 0.2 

mL 10 mmol/L 棕榈酸对硝基苯酯（P-NPP）, 在不同反

应时间下（1、 5、 10、 15、 20、 30、 35 和 40 min）检测

反应体系在 400 nm 处的吸光值 , 确定最佳反应时 

间［26］. 

1.3.2  反应温度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为了优化反应温度 , 称取 0.002 g 杂化酶 , 添加

到 2.8 mL 100 mmol/L PBS（pH=8.0）中 , 加入 0.2 mL 

10 mmol/L P-NPP, 在不同反应温度下（25、 30、 40、 

50、 60 和 70 ℃）水浴 , 检测反应体系在 400 nm 处的

吸光值 , 确定最佳反应温度［27-28］. 

1.3.3  pH 值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为了检测 pH 值对反应的影响 , 称取 0.002 g 杂

化酶 , 添加到 2.8 mL 100 mmol/L PBS 中 , 加入 0.2 mL 

10 mmol/L P-NPP, 在最佳反应温度下 , 不同 pH 值缓

冲溶液中（7、 8、 9 和 10）检测反应体系在 400 nm 处

的吸光值 , 确定反应最佳 pH 值［28］. 

1.4  杂化脂肪酶包封率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法测定杂化酶制备过程

中游离脂肪酶的包封率［24］. 配制一系列含不同浓度

（0.0、 0.1、 0.3、 0.5、 0.8 和 1.0 mg/mL）游离脂肪酶的

PBS 标准溶液 , 在 270 nm 下测定吸光度 , A270 nm 为纵

坐标 , 游离脂肪酶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 得

到线性回归方程 : y = 0.2919x + 0.0683. 分别测定不

同金属离子固定化酶反应后上清液在 270 nm 处吸

光度 , 根据标准曲线线性方程计算出上清液中游离

脂肪酶的浓度 , 通过公式（1）计算杂化酶制备过程中

游离脂肪酶的包封率 . 

X= 
 C0  - Csample  

C0 

×100% （1）

式中 : X 为包封率 ; C0 为游离脂肪酶浓度 ; Csample

为上清液中游离脂肪酶的浓度 . 

1.5  杂化脂肪酶酶活测定

1.5.1  标准曲线的绘制

配置不同浓度（0、 0.03、 0.06、 0.09 和 0.12 μg/

L）的的对硝基苯酚（P-NP）乙醇溶液 , 在紫外分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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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 400 nm 下检测 , 并记录吸光值 . 以 P-NP 的浓度

为横坐标 , A400 nm 为纵坐标 , 得到线性回归曲线 : y = 

13.776x + 0.036, 用于脂肪酶酶活的计算［29］. 

1.5.2  对硝基苯酚法测酶活

酶活性测定建立在 Zhang 等［30］的检测方法上 : 

将 0.002 g 的杂化酶添加到 2.8 mL 100 mmol/L PBS

（pH=8.0）中 , 加入 0.2 mL 10 mmol/LP-NPP, 40 ℃孵

育 10 min, 加入 1.5 mL 丙酮以终止反应 . 最后 , 用紫

外分光光度计在 400 nm 处检测反应溶液 , 记录吸光

值 A400 nm, 以 100  mmol/L PBS（pH=8.0）为空白溶液 , 

400 nm 处检测记录吸光值 A0, 记算出酶活 . 1 个酶活

力单位（U）定义为 1 min 内生成 1 μmol/L P-NP 所需

的脂肪酶的酶量 . 

1.6  杂化脂肪酶催化性能及反应动力学参数测定

配置不同浓度（6、 8 和 10 mmol/L）的底物 P-NPP, 

称取 0.002 g 杂化酶置于 4 mL 离心管中 , 加入 2.8  

mL 100  mmol/L PBS（pH=8.0）和 0.2 mL 不同浓度的

P-NPP, 最适温度下杂化脂肪酶的酶促反应速率 , 利

用米氏函数拟合数据 , 分别以 1/V 为纵坐标 , 1/［S］

为横坐标作图 , 根据双倒数作图法公式（2）、 公式（3）

计算出 Vm、 Km 和 Kcat
［31］. 

1 
 V  

=  
1
Vm 

+  
K m

Vm
   

1 
 ［S］

 （2）

式中 : V 为酶促反应速率 ; Vm 为最大反应速率 ; 

Km 为米氏常数 ;  ［S］为底物浓度 . 

Kcat  =  
 V m 

［S］
 （3）

式中: Kcat为催化常数; Vm为最大反应速率;  ［S］

为底物浓度 . 

1.7  杂化脂肪酶耐受性分析

取0.002 g的游离脂肪酶和杂化酶, 置于4 mL离

心管中 , 分别向每个离心管中加入 1 mL 的变性剂溶

液（95% 无水乙醇、 甲醇和 6 mmol/L 尿素）, 常温下放

置 30 min 后 , 按 1.5.2 的方法直接测定酶活［25］. 

1.8  杂化脂肪酶重复性分析

取 2 mg 杂化酶 , 置于 4 mL 离心管中 , 向离心管

中分别加入 2.8 mL 100 mmol/L 的 PBS 缓冲溶液（pH 

8）和 0.2 mL 的底物 , 振荡混匀 , 将离心管置于 40 ℃

的水浴锅中反应 10 min 后 , 离心分离回收杂化酶 , 

上清液用分光光度计在 400 nm 下读取其吸光值 . 回

收的杂化酶用蒸馏水清洗 3 遍后 , 加入 2.8 mL 100 

mmol/L 的 PBS 缓冲溶液（pH=8）和 0.2 mL 的底物 , 重

复以上操作过程 , 再次测定酶活 , 连续测定 3 次 . 将

首次测定的杂化酶的酶活定义为 100%. 其余次数测

定的杂化酶的酶活 , 计算其剩余酶活［32］. 

2  结果与讨论

2.1  杂化脂肪酶表征 
2.1.1 杂化脂肪酶红外光谱表征

傅立叶红外光谱图用于表征制备杂化酶化学键

的变化 . 图 1（a）所示游离脂肪酶在 1415~1657 cm-1

处的 3 个特征峰 , 是肽键及其蛋白质延伸的特征 , 

如 -NH2 和C＝O; 3000~3200 cm-1 处的宽而强的特征

峰归属于 -CH2 和 -CH3. 图 1（b）为 Ca 脂肪酶杂化纳

米花（Ca/hNF）, 与游离脂肪酶相比在 928~1091 cm-1

处观察到多个 P－O 振动和拉伸特征峰 , 相对较小

的波段在 554~643 cm-1 是 PO4
3- 的反对称和对称伸

缩振动弱吸收峰 , 证明了在杂化脂肪酶中磷酸根的

存在 ; Ca/hNF 的特征峰在 1642 和 3000~3200 cm-1 有

所增强 , 表明游离脂肪酶被固定在 Ca/hNF 中 , 1538

和 1425 cm-1 处的酰胺特征峰消失 , 说明在杂化酶的

形成过程中蛋白质二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这些结果表

明所制备Ca/hNF中既含有磷酸根, 又含有游离脂肪酶. 

采用红外光谱图探究由不同种金属离子形成杂

化酶二级结构的影响 . 从图 2 可知 , 形成的 Lip-hNF

均观察到 PO4
3- 和蛋白质的特征峰 , 证明了 Ca2+、 

Zn2+、 Mn2+、 Cu2+ 这 4 种金属离子均能与游离脂肪酶

无机杂化 , 改变蛋白质的结构 , 但其特征峰有着不

同程度的增强或削弱, 其中Ca/hNF的磷酸根特征峰, 

图 1  游离脂肪酶和杂化纳米花的傅立叶红外光谱

Fig.1  Fourier infrared spectroscopy of free-lipase and Ca/hNF

（a）: free-lipase; （b）: Ca/h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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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胺Ⅰ带特征峰最强 , 纳米花结构形成的最为明显 , 

Mn/hNF 的磷酸根特征峰要强于 Zn/hNF, Cu/hNF 的

纳米花结构较弱 . 以上结果表明 , 不同种的金属离

子对杂化酶的二级结构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 对合成

Lip-hNF 催化活性的影响不同 . 

2.1.2 杂化脂肪酶电镜表征

为了进一步了解脂肪酶杂化的纳米花微观形

态 , 借助了扫描电镜（SEM）、 透射电镜（TEM）和激光

扫描共聚焦显微镜（CLSM）（如图3所示）. 从图3（a）, （b）

可以看到该固定化酶体系的微观结构为花状 , 具有

层级结构 , 每一个纳米花的大小约为 1 μm. 透射电

子显微镜图 3（c）进一步显示出的这种花状结构 , Ca/

hNF 为层级片状结构 , 可以看到金属盐离子的存在 ,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 说明了该结构下的固定化酶

相比游离酶会增加酶的活性 . 此外 , 为了确定脂肪

酶分子在杂化酶中的固定情况 , 在 CLSM 图 3（d）图

像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脂肪酶的荧光成像 , 进一步

说明脂肪酶在 Ca/hNF 中成功固定 . 

2.2  催化反应条件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2.2.1 反应时间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考察反应时间对杂化酶催化活性的影响 , 以确

定杂化酶的反应速率 . 从图 4 可看出 4 种 Lip-hNF 在

反应1~10 min内吸光值在反应体系中的浓度均随着

时间增长而增加 , 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P<0.01）, 10 

min后反应速率开始降低, 并趋于平稳. 其中Ca/hNF

的水解速率要大于 Zn/hNF、 Mn/hNF 和 Cu/hNF. 因

此 , 杂化酶催化水解反应的最优反应时间为 10 min. 

2.2.2  反应温度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反应温度会影响杂化酶的催化活性和热稳定

图 2  杂化脂肪酶的傅立叶红外光谱

Fig.2  Fourier infrared spectroscopy of hybrid lipases

（a）: Ca/hNF; （b）: Zn/hNF; （c）: Mn/hNF; （d）: Cu/h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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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a/hNF 的电镜扫描图

Fig.3  Electron microscopic scan of  Ca/hNF

（a）, （b）: SEM; （c）: TEM; （d）: CL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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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它是影响化学平衡常数的一个重要参数 . 结果

如图 5 所示 , 4 种 Lip-hNF 在反应温度为 25~40 ℃时

吸光值在反应体系中的浓度均随着温度的增长而

增加 , 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P<0.01）, 40 ℃后温度升

高 , 反应速率开始下降 . 总体呈现出反应速率均随

杂化酶的水解活性下降或失活. 其中Ca/hNF在50 ℃ 

时其水解活性为游离脂肪酶的 197%, Mn/hNF 的水

解活性在 50 ~70 ℃时要低于 Cu/hNF. 表明了杂化酶

的纳米花结构对脂肪酶有保护作用 , 展示出良好的

热稳定性 . 因此 , 杂化酶的最优反应温度为 40 ℃. 

2.2.3  pH 值对杂化脂肪酶活性的影响

考察 pH 值分别为 7、 8、 9、 10 的缓冲溶液对杂

化酶催化水解能力的影响 . 从图 6 可知 , 杂化酶在

碱性条件下水解效果最佳 , 在 pH 值为 7~8 范围内 , 

杂化酶的水解产物在反应体系中的浓度随着 pH 值

的增加 , 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P<0.01）. Ca/hNF、 Zn/

hNF 在缓冲溶液 pH 值为 10 时的水解活性分别为最

佳水解活性的 84.75% 和 78.86%, 能较好地维持杂化

温度的增高而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与Li等［22］其自

组装制备的 Ca/hNF 变化趋势一致 . 这是因为随着温

度升高 , 会加快杂化酶的催化反应进程 , 但随着温

度的持续升高 , 酶的活性中心结构会被破坏 , 导致

酶水解活力的稳定性 . Mn/hNF、 Cu/hNF 在缓冲溶液

pH 值变化时 , 其稳定性为最佳反应 pH 的 57.49% 和

58.98%. 可以得出不同种金属离子不会改变水解反

应的最佳 pH 值 , 与 Zhang 等［30］制备 Zn/hNF 呈现相

同的趋势 . 可以看出 , 当 pH 值为 8 时杂化酶的活力

最大 , 并在极端碱性的 pH 条件下 , 其纳米花结构仍

能保护脂肪酶不被破坏 , 维持一定的酶活力 . 实验

结果表明 , 杂化酶在催化环境变化下 , 4 种杂化酶的

催化活性变化趋势相近 . Lip-hNF 的最优 pH 值为 8. 

2.3  杂化脂肪酶包封率

根据公式（1）计算出杂化酶中游离脂肪酶的包

封率如图 7 所示 . 其中 Ca/hNF 的包封率为 95.78%, 

大 于 其 余 3 种 Lip-hNF, Mn/hNF 中 固 定 脂 肪 酶 的

含量要大于 Zn/hNF, Cu/hNF 的固定化效率最低为

图 4  不同反应时间对杂化酶酶活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different reaction times on enzyme activity of  

hybrid enz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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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反应温度对杂化酶酶活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different reaction temperatures on enzyme 

activity of hybrid enz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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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反应 pH 对杂化酶酶活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different pH on enzyme activity of hybrid 

enzy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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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9%. 杂化酶的包封率根据金属离子的不同 , 包

封率无显著差异（P<0.01）, 均大于 90%, 体现出良好

的固定化效率 . 

2.4  杂化脂肪酶酶活测定

固定化酶会与底物接触受到限制 , 通常游离脂

肪酶被固定化后活性会下降 , 活性是评价固定化酶

的一个重要指标 . 结果如图 8 所示 , 杂化酶的水解活

性均大于游离脂肪酶 , 活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 : 

Ca/hNF >Zn/hNF >Mn/hNF >Cu/hNF. 其中 Ca/hNF 的

酶活为游离脂肪酶活性的 187%, Zn/hNF 的酶活为

游离脂肪酶活性的 148% , Mn/hNF 的酶活为游离脂

肪酶活性的 137% , Cu/hNF 的为游离脂肪酶活性的

肪酶的 Km 值小于杂化酶 , 表明底物和脂肪酶之间

的扩散阻力较高 , 从而导致杂化酶的 Km 增大 . 其中

Ca/hNF 的 Km 要小于其它 3 种 Lip-hNF. 然而 , 较高

的 Vmax 表明杂化酶相对于游离脂肪酶具有较高的

108%. 从生长机理来讲 , 金属离子能通过协调相互

作用与酶分子形成复合物 , 这是杂化酶形成的关键 . 

不同金属离子杂化酶活性增强的原因可以归于较

高的比表面积和二级结构的改变 , 其中 Ca2+ 作为生

物体中一种重要的元素 , 参与整个生命的新陈代谢. 

对于脂肪酶有激发作用, 使得酶分子更容易与底物

接触, 进一步提高杂化酶的催化活性. 

2.5  杂化脂肪酶催化性能及反应动力学参数

为了进一步了解杂化酶的性质 , 测定了游离脂

肪酶和 Ca/hNF、 Zn/hNF、 Mn/hNF、 Cu/hNF 的动力学

参数 , 结果如表 1 所示 . 

Km 值通常用于评估亲和力 . 表 1 显示游离脂

表1  游离脂肪酶和杂化脂肪酶的动力学参数

Table 1 Kinetic parameters of  free lipase and Lip-hNF

Types of lipases Km/（mmol·L-1） Vm/（mmol·L-1·min-1） Kcat/Km/（mmol·L-1·min-1）

Free lipase 1.362 0.117 0.0086 

Ca/hNF 3.476 0.323 0.0093 

Zn/hNF 4.093 0.372 0.0091 

Mn/hNF 4.271 0.381 0.0089 

Cu/hNF 4.972 0.438 0.0088 

催化效率 . Kcat/Km 常用来衡量酶的催化效率 , 被称

为特异性常数 , 能够综合反映酶对底物的亲和力和

催化能力［29］. 4 种 Lip-hNF 的反应速率 Kcat/Km 从高

到低的顺序依次为 : Ca/hNF >Zn/hNF >Mn/hNF >Cu/

图 7  杂化脂肪酶包封率

Fig.7  Encapsulation rate of hybrid lip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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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杂化脂肪酶水解底物紫外光谱图

Fig.8  UV spectrum of hybrid lipases hydrolyzed sub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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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F. 与游离脂肪酶相比 , 杂化酶的 Vm/Km 值高于游

离脂肪酶 , 说明杂化酶的催化效率要强于游离脂肪

酶 , 杂化酶的 Km 值和催化效率与 Li 等［22］和 Talbert

等［33］制备的杂化纳米花呈现相同的趋势 , 固定化

酶的 Km 大于游离脂肪酶 , 但杂化酶的 Kcat/Km 高于游

离脂肪酶 , 这可能与脂肪酶纳米花独特的花状结构

所具有的高比表面积有关［34］, 表明纳米花状的杂化

酶使酶分子朝着有利于催化水解反应速率的方向而 

改变 . 

2.6  杂化脂肪酶耐受性

杂化酶对于变性剂耐受性如图9所示, 对于甲醇

的耐受性由大到小为: Ca/hNF > Zn/hNF > Mn/hNF > 

Cu/hNF; 对 乙 醇 的 耐 受 性 由 大 到 小 为 : Ca/hNF > 

Cu/hNF > Mn/hNF > Zn/hNF; 在尿素中的酶活均保持

在 90% 以上 , 对尿素的耐受性由大到小为 Ca/hNF > 

图 9  杂化脂肪酶在不同变性剂下的耐受性

Fig.9  Tolerance of hybrid lipases to different denaturing agents

Zn/hNF > Cu/hNF > Mn/hNF. 结果显示 , 杂化酶在

变性剂中维持着良好的水解活性 , 对于这 3 种变性

剂的耐受性由高到低的排序为 : 尿素 > 乙醇 > 甲

醇 , 在尿素中的水解活性显著高于其余 3 种杂化酶

（P<0.01）. 

2.7  杂化脂肪酶重复利用性

脂肪酶被开发利用 , 良好的重复次数可以极大

地降低使用成本 , 扩大在工业上的应用 , 杂化酶可

通过离心的方法重复使用 . 如图 10 所示 , 在重复使

用3次后, 4种Lip-hNF的活性仍能保持在60%以上, 

具有良好的重复使用性 . 

制备的杂化酶催化活性与其他新型固定化酶方

法的比较见表 2. 与文献报道的其它固定化酶方法

相比 , 本法制备出的杂化酶包封率高 , 催化活性高 , 

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耐受性 . 

图 10  杂化脂肪酶的重复利用性

Fig.10  Reusability of hybrid lipases

表2  不同方法固定化酶催化性能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immobilized enzymes by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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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obilization 
method

Enzyme activity 
boost multiple/%

Immobilized enzyme performance References

Trypsin
Microwave efficient 

method
102 Good stability and repeatability ［35］

Lipase 
r27RCL

Inorganic carrier 102
Excellent enantioselectivity,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resistance to polar solvents
［36］

Lipase Organic carrier 134
The thermal stabilit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free lipase, and the 

reuse rat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37］

Pectinase Composite carrier 96
The composite material uses furfural slag as the raw material, 

which has economic value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38］

Aspergillus 
oryzae lipase

Nanocarriers 172 High temperature and denaturant resistance, with good reusability ［22］

Ca/hNF Nanocarriers 187
High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high catalytic efficienc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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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采用 Ca、 Mn、 Zn、 Cu 4 种金属盐对游离脂肪酶

进行固定化 , 讨论了反应时间、 反应温度、 pH 值对

杂化酶水解活性的影响 , 得到最优反应体系 : 杂化

酶在 10 min, 40 ℃, pH=8 时的反应条件下 , 催化水

解活性最佳 , 为游离脂肪酶催化活性的 187%. 经红

外光谱及电镜的表征结果证明金属盐离子改变游离

脂肪酶的结构为片状层级 , 增大了比表面积 , 有效

地提高脂肪酶催化水解活性 . 杂化酶的催化活性从

大到小的排序为 : Ca>Zn>Mn>Cu, 对其动力学参数

进行研究后发现 , 4 种 Lip-hNF 的反应速率常数Kcat/

Km 大于游离脂肪酶 , 表现出更高的催化效率 . 杂化

酶对甲醇、 乙醇、 尿素的耐受性和重复性的考察结

果表明 , 在 4 种 Lip-hNF 中 Ca/hNF 具有更高的耐受

变性剂能力 ; 在重复使用 3 次后 , 杂化酶的活性仍能

保持在 60% 以上 , 可以看出杂化纳米花具有良好的

重复使用性 . 经过 4 种金属盐修饰后脂肪酶的性能

均得到有效改善 , 其中 Ca 杂化酶因 Ca2+ 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对于脂肪酶催化水解性能的改善更佳 . 我们

制备的杂化纳米花状脂肪酶固定化方法简单 , 绿色

高效 , 包封率高 ,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 

参考文献：

［1］ a. Zhang Can（张 灿）, Jiang Guo-fang（姜国芳）,Yang Jiang-

nan（杨江楠）,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immobilized lipase 

on porous materials（多孔材料固定化脂肪酶的研究进

展）［J］. J Mol Catal（China）（分子催化）, 2020, 34（4）: 

378-396. 

 b. Zhang Fan-fan（张凡凡）,  Xia Shi-wen（夏仕文）, Xie 

Yong-fang（谢永芳）,  et al.  Fermentation-biotransforma- 
tion cascade for the production of D-proline by pseudomonas 

pseudolcaligenes XW-40（类 产 碱 假 单 胞 菌 XW-40 发 

酵 - 生物转化级联产生 D- 脯氨酸）［J］. J Mol Catal
（China）（分子催化）,  2021, 35（4）: 328-334.

［2］ Wang Z P, Ma B K, Shen C, et al. Direct, selective and 

ultrasensitive electrochemical biosensing of methyl 

parathion in vegetables using Burkholderia cepacia 

lipase@MOF nanofibers-based biosensor［J］. Talanta, 

2019, 197: 356-362.

［3］ Wang Zhi-yu（王致禹）, Chen Xiao-qian（陈晓倩）, Meng 

Qing-feng（孟庆凤）, et al. Effect of organic solvents and 

mixed oils on the recovery of lipase activity（有机溶剂和

混合油脂对脂肪酶活性恢复的影响）［J］.  J Chin Inst 

Food Sci Technol（中国食品学报）, 2021, 21（2）: 55-62.

［4］ Maryam S Z, Mohammad T G, Mohammad H E, et al.  
Natural flavor biosynthesis by lipase in fermented milk 

using in situ produced ethanol［J］. J Food Sci Tech, 

2020, 58（5）: 1858-1868.

［5］ Feng Y M, Xu Y, Liu S C, et al. Recent advances in 

enzyme immobilization based on novel porous framework 

material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biosensing［J］. Coordin 
Chem Rev, 2022, 459: 214414. 

［6］ Liu D M, Dong C. Recent advances in nano-carrier 

immobilized enzym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J］. Process 
Biochem, 2020, 92: 464-475. 

［7］ Galina A K, Larisa V P, Dmitry V K, et al. Macroporous 

carbon aerogel as a novel adsorbent for immobilized 

enzymes and a support for the lipase-active heterog- 
eneous biocatalysts for conversion of triglycerides and 

fatty acids［J］. J Porous Mat, 2018, 25（4）: 1017-1026. 

［8］ Lu Jia-wei（卢 佳 伟）, Li You-ran（李 由 然）, Shi Gui-yang 

（石贵阳）. The modification of polyacrylonitrile hollow mem- 
brane by polyethyleneimine to immobilize lipase（聚乙烯

亚胺改性聚丙烯腈中空膜固定脂肪酶）［J］. J Mol Catal 
（China）（分子催化）, 2018, 32（1）: 79-89. 

［9］ Liu Ru（刘 茹）, Jiao Cheng-Jin（焦成瑾）, Yang Ling-Juan

（杨 玲 娟）, et al. Advances of enzyme immobilization（酶

固定化研究进展）［J］. J Food Saf Qual（食品安全质

量检测学报）, 2021, 12（5）: 1861-1869. 

［10］ Qu Lin-jiao（曲林姣）, Wang Jin-xin（王金鑫）, Jiang Lie

（姜 磊）, et al. Detection of dichlorvosresidue by enzyme 

inhibition method based on plant esterase-Cu3（PO4）2 

hybrid nanoflowers（基 于 植 物 酯 酶 -Cu3（PO4）2 杂 化 纳

米花的酶抑制型方法检测敌敌畏残留）［J］. Chin J 
Anal Chem（分析化学）, 2021, 49（9）: 1506-1514. 

［11］ Lu Xue-chun（路雪纯）, Xin Jia-ying（辛嘉英）, Zhang Shuai 

（张 帅）,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lipase immobil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ood field（脂肪酶固定化及其在食

品领域中应用的研究进展）［J］. Sci Technol Food Ind
（食品工业科技）, 2021, 42（17）: 423-431. 

［12］ Jiao Rui（焦 蕊）, Ye Hui（叶 卉）, Yang Guo-dong（杨国

栋）, et al. Preparation and catalytic hydrolysis perform- 
ance of trypsin-copper phosphate hybrid nanoflowers（胰

蛋白酶 - 磷酸铜纳米花的制备与催化水解性能）［J］. 

Shan Dong Chem Ind（山东化工）, 2021, 50（11）: 4-6. 

［13］ Xu D, Li C, Zi Y, et al. MOF@MnO2 nanocomposites 

prepared using in situ method and recyclable cholesterol 

oxidase-inorganic hybrid nanoflowers for cholesterol 

determination［J］. Nanotechnol, 2021, 32（31）: 315502. 

［14］ Xie Ting-ting（解 婷 婷）, Chi Li-na（迟 莉 娜）, Liu Rui ting



243陈林林等：无机杂化脂肪酶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第 3 期

（刘瑞婷）, et al. Immobilization of enzymes on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l fields

（金属有机框架固定化酶及其在环境中的应用）［J］. 

Chem Ind Eng Prog（化 工 进 展）, 2019, 38（6）: 2889-

2897. 

［15］ Liang X, Liu Y, Wen K, et al. Immobilized enzymes 

in inorganic hybrid nanoflowers for biocatalytic and 

biosensing applications［J］. J Mater Chem B, 2021, 9
（37）: 7597-7607. 

［16］ Li Jing（李 璟）, Chu Chu（楚 楚）, Yan Ji-zhong（颜继忠）. 

Research progress on preparation of enzyme-inorganic 

hybrid nanoflow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酶 - 无机杂化纳米花的制备及在药物研究中

的应用进展）［J］. Chin J Pharm Anal（药物分析杂志）, 

2021, 41（1）: 21-28. 

［17］ Feng Hui（冯 慧）, Han Juan（韩 娟）, Huang Wen-rin（黄文

睿）,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nanoflower enzymeinorg- 
anic hybrid immobilized enzym（纳米花型酶 - 无机杂化

固定化酶研究进展）［J］. Chem Bull（化学通报）, 2021, 

84（12）: 1263-1273. 

［18］ Li Ning-ning（李宁宁）. Preparation of enzyme@inorganic 

hybrid nanoflowers and its catalytic synthesis of fine 

chemicals（酶 @ 无机物复合纳米花的制备及催化合成

精细化学品的研究）［D］. Hangzhou（杭州）: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杭州师范大学）, 2020.

［19］ Lee H R, Chung M, Kim M I, et al. Preparation of 

glutaraldehyde-treated lipase-inorganic hybrid nanofl- 
owers and their catalytic performance as immobilized 

enzymes［J］. Enzyme Microb  Tech, 2017, 105: 24-29. 

［20］ Tan Xin（谭 鑫）, Tan Juan（谭 娟）, Liu Yan（刘 颜）, et al. 
Detection of Ag+ based on the inhibition of peroxidase-
like activity of CuS-Pt nanoflowers（基于CuS负载Pt纳米 

花的类过氧化物酶活性抑制检测银离子）［J］. Chin J 
Anal Lab（分析试验室）, 2021, 40（11）: 1241-1246. 

［21］ Zhong L, Jiao X B, Hu H T, et al. Activated magnetic 

lipase-inorganic hybrid nanoflowers: A highly active and 

recyclable nanobiocatalyst for biodiesel production［J］. 

Renew Energ, 2021, 171: 825-832.

［22］ Li C H, Zhao J, Zhang Z J, et al. Self-assembly of 

activated lipase hybrid nanoflowers with superior activity 

and enhanced stability［J］. Biochem Eng J, 2020, 158: 

10758. 

［23］ Jia B, Liu C, Qi X. Selective production of ethyl levulinate 

from levulinic acid by lipase-immobilized mesoporous 

silica nanoflowers composite［J］. Fuel Process Technol, 
2020, 210: 106578. 

［24］ Jiao Rui（焦 蕊）. Preparation of immobilized enzyme and 

functional membrane based on nanoflower and study on 

hydrolysis performance of β-lactoglobulin（基于纳米花

的固定化酶及其功能膜的制备与β- 乳球蛋白的水

解性能研究）［D］. Tianjin（天津）: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天津工业大学）, 2021.

［25］ Li Cong-hai（李从海）. Preparation of lipase-inorganic hybrid 

nanoflowers  and its catalytic performance（脂 肪 酶 - 无

机杂化纳米花的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的研究）［D］. 

Tianjin（天津）:  Tianjin Universityof Science& Technology 

（天津科技大学）, 2020.

［26］ Zhang Hong-di（张宏迪）, Xin Jia-Ying（辛嘉英）, Sun Li- 
rui（孙立瑞）, et al. Synthesis and conditions optimization 

of flurbiprofen retinoid C catalyzed by non-aqueous lipase

（非水相脂肪酶催化氟比洛芬维 C 酯的合成及条件优

化）［J］. J Mol Catal（China）（分子催化）, 2019, 33（4）: 

323-330. 

［27］ Chen G, Zhang Q P, Chen H T, et al. In situ and real-
time insight into Rhizopus chinensis lipase under high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Conformational traits and 

biobehavioural analysis［J］. Int J Biol Macromol, 2020, 

154: 1314-1323.

［28］ Zhu Peng-bo（朱蓬勃）, Li Gui-liang（李桂亮）, Wang Ying- 
sa （王英飒）, et al. Chemically modified immobilized laccase 

synthesize nano-flower catalyst（化学修饰固定化漆酶合

成纳米花催化剂）［J］. Ion ExcAdsorpt（离子交换与吸

附）, 2018, 34（6）: 527-537. 

［29］ Xu Chao（徐 超）, Xue Yu（薛 誉）, Chen Hong-yue（陈虹

月）, et al. Study on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porcine pancre- 
atic lipase modified by chiral proline ionic liquids（手性

脯氨酸类离子液体化学修饰猪胰脂肪酶催化性能研

究）［J］. CIESC J（化工学报）, 2019, 70（6）: 2221-2228.

［30］ Zhang B L, Li P T, Zhang H P, et al. Preparation of 

lipase/Zn3（PO4）2 hybrid nanoflower and its catalytic 

performance as an immobilized enzyme［J］. Chem Eng J, 

2016, 291: 287-297. 

［31］ Cheng Y F, Ma B K, Tan C P, et al. Hierarchical macro-
microporous ZIF-8 nanostructures as efficient nano-lipase 

carriers for rapid and direct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nitrogenous diphenyl ether pesticides［J］. Sensor Actuat 
B-Chem, 2020, 321: 128477.

［32］ Cheong L Z, Wei Y Y, Wang H B, et al. Facile fabrication 

of a stable and recyclable lipase@amine-functionalized 

ZIF -8 nanopar t ic les  fo r  es ters  hydro lys is  and 

transesterification［J］. J Nanopart Res, 2017, 19（8）: 

1-11. 

［33］ Talbert J N, Wang L S, Duncan B, et al. Immobilization 

and stabilization of lipase （CaLB） through hierarchical 



244 分 子 催 化 第 36 卷

Preparation and Catalytic Properties of Inorganic Hybrid Lip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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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pase-inorganic hybrid nanoflowers were prepared by using lipase as the organic component and four 

metal phosphates including Ca2+, Zn2+, Mn2+ and Cu2+ as the inorganic component, and the structure and catalytic 

activity of the four hybrid lipases wer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pared hybrid lipase has 

a flower-like hierarchical lamellar structure, and the optimal catalytic conditions of inorganic hybrid lipase were 

as follows: recation time 10 min, reaction temperature 40 ℃, and pH=8. The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of the hybrid 

lipase reaches more than 90%. Compared with free lipase, the catalytic hydrolysis activity, the catalytic reaction rate, 

the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the denaturant resistance of hybrid lipase were improved. The catalytic efficiency of 

hybrid lipase for Ca2+ metal phosphate synthesis is 1.87 times that of free lipase. The synthetic hybrid lipase showed 

good reusability.

Key words: lipase; metal ions; hybrid; catalyt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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